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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中西医结合发展战略的检视和思考

毛静远$毕颖斐$王贤良$张$璇$张伯礼

$$

!"#B

年
#"

月
#!

日"笔者受邀参加第
:%B

次香

山科学会议'新时代中医药发展战略(论坛"并就'中

西医结合发展战略(进行发言) 发言内容既有专家学

者观点的引用"也有个人的检视和思考) 现将发言稿

整理成文"和同道研讨)

#

$中西医结合的起承及发展

#

!

#

$中西医结合的起承

西学东渐始于明清"但直至
!"

世纪初"西方医学才

凭借积蓄一百多年的技术能力在我国站稳脚跟"并与有

数千年历史的中医学短兵相接"形成竞争态势) 双方既

有废存的水火不容"也有实用的吸收汇通) 张锡纯先生

主张'衷中参西("以中医理论为纲"以西医方法为补"以

治愈为最终目的"是中西汇通的典型代表*

#

+

)

新中国建立初期"卫生部门执行了轻视,歧视,限

制中医的错误政策) 毛泽东主席在
#$=8

年后相继做

出包括建立中医研究院,组织西医学习中医等一系列

指示"开始了对错误政策的批判和纠正) 这些拨乱反

正的措施不但使中医学作为一个完整的医学体系得到

充分的肯定"也使很多人转变了思想观念"明确了用现

代科学方法发掘,整理,研究中医药学遗产"丰富现代

医学科学"以便'把中医中药的知识和西医西药的知

识结合起来"创造中国统一的新医学新药学("中西医

结合方针得以确立"中国医学的历史进入了中医,西

医,中西医结合三支力量并存的新时期*

!

+

)

#

!

!

$中西医结合的发展

经过几十年的开拓探索,创新研究"中西医结合在

医疗卫生体系中的作用不断增强"在临床实践中的优

势不断显现"学术研究成果不断增多*

%

+

) 中西医结合

在人才培养,临床实践,科学研究,理论探讨及学科建设

等方面取得了辉煌成就"涌现出大批具有中西医结合

思维的医学大家"产出了如活血化瘀治疗心脑血管疾

病,中西医结合治疗急腹症,三氧化二砷治疗白血病,

小夹板治疗骨折,针刺麻醉,多脏器衰竭的菌毒并治,

肾本质,证候客观化,证候动物模型的建立,针刺原理,

扶正治疗肿瘤,中药新药的循证医学研究及中药材资

源调查,栽培种植,加工炮制,成分机制,制剂工艺研究

等科研成果*

8

+

"有些产生了较大的国际影响) 其中最

具代表性的是基于中医学理论,运用现代技术创制的

新型抗疟药-青蒿素和双氢青蒿素*

=

+

"成为我国第一

个获得诺贝尔自然科学奖的项目"极大地振奋了中西

医结合工作者的信心) 此外"具有中国特色的病证结

合诊疗模式"在中医,中西医结合医院普遍采用"极大

提升了中医辨证论治的效能) 中西医结合扬长补短"

在重症急性呼吸综合征,流行性感冒,血液病,心脑血

管疾病,免疫疾病,肿瘤等重大疑难疾病的防治中取得

了较好疗效"使周恩来总理所讲'中医好"西医好"中

西医结合更好(的理念深入人心) 中西医结合学科的

地位确立"促进了中医药现代化进程"助推了中医药产

业上升为国家战略"成为健康中国战略和构建人类命

运共同体不可或缺的优势力量)

!

$中西医结合的现状及问题

!

!

#

$国家政策和法律保障

党的十八大以来"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对中医药事业

的发展作出指示"党和国家高度重视中西医结合工作"

'坚持中西医并重(成为我国基本的卫生方针)

!"#:

年

!

月国务院印发.中医药发展战略规划纲要$

!"#:

-

!"%"

年%/$下文简称.纲要/%"

!"#:

年
B

月国家中医

药管理局印发.中医药发展'十三五(规划/$下文简称

.规划/%"

!"#:

年
#!

月全国人大表决通过.中华人民

共和国中医药法/$下文简称.中医药法/%"均明确提出

'促进中西医结合() 上述规划和法律的出台"给中西医

结合发展奠定了良好政策保障"特别是.中医药法/的颁

布为我国中医药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法律支撑"也

将成为中西医结合事业发展的新里程碑*

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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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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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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$中西医结合医教研现状

中西医结合医疗机构规模不断发展"服务能力不断

增强) 据.

!"#9

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/

*

9

+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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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全国中西医结合医院达
=B9

所"病床达
$$ :B"

张"年门诊量达
: %:%

万人次"年出院
!=$

万人&中西医结

合门诊部
%98

个"年门诊量
!=%

万人次&中西医结合诊所

9 989

个"年门诊量
! :88

!

8

万人次"均较
!"#:

年度有较

大提升) 在基层村卫生室"尽管西医乡村医生占多数"但

从
!"#"

年开始"中西医结合乡村医生的比例从
!B

!

8%P

增长到
%9

!

9%P

"快速增长态势明显*

B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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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陈可冀院士提出"要把发展不同级别的中西医结

合教育落到实处"特别是要重视高等医药院校的中西

医结合教育"不仅要鼓励传承和研究"培养高层次的中

西医结合人才"还应该要从本科教育做起"在中西医高

等医药院校中培养双学人才"建立中西医结合本科教

育体系"做到优势互补"出成果,出人才*

$

+

) 截止
!"#:

年"除了
8!

所高等中医药院校外"

#"9

所西医类高等

院校和
#8=

所非医药类高等院校均设立了中医类专

业*

#"

+

"这些可以广义地认为是中西医结合人才培养基

地和科学研究基地"其汇集成的力量不可小视)

'十二五(以来"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大力支持开展

以提升临床疗效和服务质量为目标的中西医结合科研

工作"在科技支撑计划等国家科技计划中"部署组织了

一批中西医结合治疗慢性病,重大疑难疾病,常见病和

传染病的临床研究项目"形成了一批中西医结合诊疗

方案,指南和标准) 在重点研究室建设及国家中医临

床研究基地建设中纳入中西医结合建设项目"形成了

一批较高水平的中西医结合研究基地"培养了一支相

对稳定的中西医结合研究队伍) 支持了一系列的国家

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和国家中药工程研究中心建设"鼓

励有条件的研究机构成立了中西医结合科研工作的设

计,评价中心) 培育了一批高水平,国际化的中西医结

合科技创新平台"不断健全和完善中西医结合科技创

新体系)

!"#B

年又启动了重大疾病中西医临床协作

试点工作"围绕中医具有诊疗优势的重大疾病,疑难疾

病"以提高临床疗效为目的"建立中医医院和综合医院

协作机制"推动中西医临床协作机制和模式的创新)

!

!

%

$中西医结合存在的问题

目前中西医结合事业迎来了'天时,地利,人和(

的大好时机"但也存在一些非学术问题"需要引起足够

的重视#$

#

%信念混乱"自信不足) 这是老问题"但有

新表现"如有些人不愿意承认青蒿素是中西医结合的

成果&$

!

%去中趋势"阵地丢失) 这是多年积累的问

题"近年来有扩散之势"如有些老牌的中西医结合基

地"随着老一代中西医结合工作者的离开"把中西医结

合的阵地悄悄地放弃了"或者挂着牌子"但内涵已接近

完全西化&$

%

%利益驱逐"学术受累) 医疗机构为了生

存"必然追逐高利益回报的诊疗"中医药服务价格低

廉"逐渐被所谓的'高技术(含量项目取代) 如中西医

治疗骨折的技术目前使用非常少&$

8

%政策打折"伤及

事业) 党和国家的政策对中西医结合的支持是一贯和

坚定的"但在某些政策的落地过程中"或有考虑不周的

情况"如对中医药诊疗项目的定价偏低"将中医药定位

为辅助治疗的做法".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/规

定只有中医类别人员才能申请中西医结合医师执业资

格"有些地方不允许持有中医或中西医结合执业医师

证的医生学习和应用现代技术"中西医结合专业医生

不能在综合医院中医科或中西医结合科之外的科室工

作"导致中西医结合毕业生就业难"甚至有的中西医结

合专业医生在综合医院工作多年"却突然被告知'执

业错位("即使在岗多年"即使工作出色"也必须转岗

或离职"阻碍了中西医结合人才的成长之路)

%

$中西医结合历史的启示

中西医结合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兴学科"在辩论,

争论中不断探索,发展"尽管仍然有很多理论和实践问

题需要不断深入研究"但有几点启示是值得肯定的#

$

#

%中,西医本身在维护人类健康上有着最大的共同

交叉结合点"中西医结合是必然的,必要的,可行的"是

可以通过结合互鉴直至渗透融合的&$

!

%中西医结合

是中医现代化的重要内容"用现代科学技术发展中医

药"坚持中西医结合优势互补"促进中医现代化和国际

化&$

%

%无论是中西医结合诞生之初"还是现在的成长

过程中"抑或是将来的发展"国家政策的支持都是必须

的"否则就不能长久顺利) 历史实践证明"中西医结合

方针是正确的"中西医结合方向是坚定的"必须旗帜鲜

明地贯彻执行"使政策落实"措施有力"才能把中西医

结合工作做得更好*

##

+

)

8

$对中西医结合发展的思考

8

!

#

$加强自信"国家法律及政策保驾护航

既然中西医结合的道路是正确的"那么政策和策

略,战略和战术就成为决定事业成败的关键因素)

.纲要/及.中医药法/均强调'坚持中西医并重(的方

针政策) .纲要/作为新时代推进我国中医,中西医结

合事业的纲领性文件"在把握方向和明晰问题的背景

下"把'促进中西医结合(放在了中医药事业的振兴发

展,增进和维护人民健康,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大局之

中和高度之上"从主题,中心,重点,目标等方面做出了

战略的部署和定位&强调要从思想认识,法律地位,学

术发展与实践运用上落实中医药与西医药的平等地

位"充分遵循中医药自身发展规律"拓展中医药服务领

域"促进中西医结合"服务健康中国建设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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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纲要/提出'运用现代科学技术"推进中西医资

源整合,优势互补,协同创新("是促进中,西医结合的

策略) 同时"对促进中西医结合战术路径做了详尽规

划"包括加强中西医结合创新研究平台建设&强化中西

医协作"开展重大疑难疾病联合攻关"形成独具特色的

中西医结合诊疗方案"提高重大疑难疾病,急危重症的

临床疗效&完善中西医结合人才培养政策措施"建立更

加完善的西医学习中医制度"鼓励西医离职学习中医"

加强高层次中西医结合人才培养) .中医药法/也特

别提到'国家鼓励中医西医相互学习)(

8

!

!

$保持定力"认识中西医结合发展复杂艰巨

8

!

!

!

#

$认识中西医结合的可能性

为人类健康的共同目标"中,西医学分别走上了综

合整体和分析还原来认识人体生理,病理及诊疗疾病

的道路) 两种医学目标一致"具备了结合的可能性"只

是需要在结合研究的过程中"累积现代化的量变资料"

一旦达到质变条件"或被某一重大发明或发现触发"满

足新的基础理论融合条件"新医学体系就会破茧化蝶

般地化生) 系统论,信息论,控制论的普及"为中西医

结合找到了一些灵感"系统生物学研究成果也拉近了

中西医结合的距离) '不积跬步"无以至千里("在整

体系统观念指引下"中西医结合各种相向而行的探索

研究"都是在接近目标"也是通向未来所积累的跬步)

8

!

!

!

!

$认识中西医结合的复杂性

为了提高疗效的共同目标"中,西医在应用环节合

作是比较容易的"这也是现阶段研究的重点"需要寻找

规律"不断系统规范) 对于基础理论层面融合"形成中

国特色的新医学"既要把握可能性"也要认识复杂性"

要知道这绝不是简单的物理过程"而是要伴随现代技

术方法的进步"对人体这一最为复杂系统研究的不断

深入"对中医学内涵现代认知的充分积累"两种医学才

会如精卵结合般自然地融合) 在宏观指引下把握复杂

的方向"从整体出发去分析微观的局部"这或许是未来

融合的正确路径)

8

!

!

!

%

$认识中西医结合的长期性

中西医结合是从中,西医百年对立,汇通的历史中

走出来的正确道路"将通过中医的现代化达到中西医

融合"并形成中国特色新医学"这是一个远期,宏伟目

标"需要通过反复实践-理论-再实践的循环推进达

成) 充分认识中西医结合是一项长期,复杂的巨系统

工程"需经历现代中西医结合的初级阶段,中医现代化

的中级阶段,创建中西医融合新医学的高级阶段"明确

把握不同阶段的使命和任务"才能够踏踏实实做好当

下的具体工作) 既不能心浮气躁"无谓争论"认为经过

一个战略规划就能一蹴而就"稍遇困难就怀疑一切&更

不能消极气馁"不求进取"抱怨
:"

年研究探索还不能

实现融合"甚至得出这是不可能的短视判断)

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作为行业的主管部门"对现阶

段中医及中西医结合发展的战略部署是全面的"定位

是准确的"路径是明晰的"策略是务实的"需要统一认

识"凝聚共识"攻坚克难"创新进取"调动一切力量"推

动工作落实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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